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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现在，我们正面临一个文化创新和知识创新的时代，大学文化与传统文化创新也应运而生。
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，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；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，也难以代表先
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。
只有不断创新，才能促进大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发展，保持文化的先进性，并使大学文化与传统文化
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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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我们正在经历人类文化的全面、深刻的创新，这是人类文化的跨世纪转折。
纵观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，应该有以下几种发展趋势：　　（一）文化主体从区域文化走向全球文化
。
从国际文化的格局看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。
世界经济的全球化，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，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
大的关注。
信息文化的直接后果是把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一旦被纳入由电脑、电视、
卫星、电话、电传组成的现代化信息网络，一个人就可以与整个世界同时存在，同时知晓这个世界上
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。
某种局部的社会变迁，通过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网络，可以及时准确无误地传播到全球范围，从而产生
全球性影响，使全球各区域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增强。
另一方面，信息一体化暴露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差距，强化了不同社会之间的频繁接触，从而使人们很
快意识到各自的处境和差距，有利于互相交流，取长补短，协调发展，加速前进，追赶代表全球先进
水平的发展潮流。
　　信息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们的群体意识。
不同乡土的人群依靠共同的文字认同，共同的文字支撑着共同的文化。
只有进入电讯时代，各民族间的普遍的文化认同才能发生。
面对卫星电视和电子计算机，人们接受的是全方位传递的文化，人们只有依靠异种文化为背景，才能
更好地理解、发展自身的文化。
人们越来越超越自己的民族和国家，从全球协调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问题，从而形成了普遍的全
球意识。
我们的文化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，应该说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，一些观点和政策还没有适应全
球化的时代要求与“和谐世界”的战略理念，以致不能有效地在中外文化差异的客观背景下有针对性
地实施对外文化传播。
其实，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，这种多样性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，但更多的是相互融合、相互共存、相
互学习。
要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，就不能绝对地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对立起来，把中华文化复兴简
单地理解成战胜或吞并其他文化，而是要努力壮大中华文化，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
分，使各种文明之间达到“和而不同”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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